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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健全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机制
多项改革创新做法获全国信标委好评

重庆日报记者 向菊梅

本报讯 （重庆日报
记者 何春阳）11 月 23
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重庆市居民服务“一
卡通一码通”工作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将推进我市
居民服务卡（第三代社会
保障卡）发行应用和建设

“渝快码”平台，于今年底
前推出一批基于居民服
务卡刷卡、“渝快码”扫码
获取服务的应用场景，涉
及医保购药、交通出行、
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社
区管理等高频服务应用
领域。

《方案》指出，将以
“渝快办”政务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渝快办”）为
依托，将我市居民服务各
类卡、码、证功能融合至
社会保障卡，形成居民服
务卡，通过“渝快办”平
台生成“渝快码”，作为
我市“城市码”，打造我
市居民服务“一卡通一码
通”服务管理新模式。在
高频公共服务卡、码、证
应用场景，可实现线下用
居民服务卡刷卡、线上用

“渝快码”扫码，让群众
享受更加便捷的服务。

今后，居民服务卡、
“渝快码”实现以下四大
功能：

身份凭证功能。通过
关联个人姓名、身份证号
等有关信息，在业务办理、
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
体验等场景可作为个人身
份凭证，享受我市各类政
务服务和社会服务；

电子证照功能。通过关联个人电子证
照、资质等有关信息，在用户本人授权前提
下，可通过居民服务卡、“渝快码”，查询、复核
个人有关资质证明、电子证照等信息；

自助业务查询和办理功能。用户可以持
居民服务卡、“渝快码”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自助终端、服务大厅等多种渠道自助查询
和办理业务；

支付功能。通过居民服务卡、“渝快码”
可实现个人税费、生活费用、非税、公共交通
等费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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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数据“上云”是
基础。全市大大小小政府部门众
多，要让它们的数据一一“上云”，
如何提升效率？

近日，由市大数据发展局组织
开发的“数字重庆”云平台多云管
理系统正式上线，解决了这一难
题。该系统上线后，全市云资源开
通、变更、终止等都通过这一系统
受理，部门最快1天就可完成云资
源开通，而以前至少需要1至2周。

“数字重庆”云平台多云管理
系统上线，只是我市健全新型智慧
城市运行管理机制的缩影。我市
还通过积极推动数据下沉区县、川
渝共享，上线“渝快政”、升级“渝康
码”等，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
设。前不久，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
准工作组发布评价报告指出，“重
庆市在政务数据汇聚、共享、开放、
融合、应用等环节做了大量改革创
新工作，成效比较明显、具有示范
意义。”

我市政务信息系统
“上云”比例已达99%

前不久，我市一市级政府部门
建设一个政务信息化项目，要用到
云资源，于是向市大数据发展局提
出申请。

“我们内部走完流程后，就在
‘数字重庆’云平台多云管理系统
提交需求，没想到市大数据发展局
当天就在系统里批复了。”该部门
经办人告诉记者，从他提出申请、
部门内部审批，到市大数据发展局
同意，再到云服务商开通，整个流
程只花了一天时间。而这要是放
在以前，至少需要1至2周。

“现在云资源的申请、审核纳
入信息化项目统筹管理，同信息化
项目同申请、同审核，更加注重事
中事后监管。”市大数据发展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数字重庆”云平台
多云管理系统正式上线之前，所有
云资源开通、变更、终止等都要通
过纸质文件，需要层层流转。

该系统正式上线后，不仅能大
幅提升云资源申请、运维管理等服
务效率，还可以让相关费用透明
化，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的监管力
度。为进一步规范全市电子政务
云平台管理，有效解决政务信息化

重复建设、资源分散等问题，今年6
月，市大数据发展局还联合市财政
局出台了《重庆市电子政务云平台
管理暂行办法》。同时，重庆出台
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提
出对存量信息化项目或者信息系
统应整合而未整合的单位，不安排
运行维护经费，不支持新建信息化
项目。这一举措从源头上对云资
源的高效利用进行了把关。

截至目前，在“云长制”推动
下，通过上述种种举措，我市信息
系统“上云”比例由 2018 年的
26.6%提升至99%；“整合”率达到
68.4%，“上云”“整合”水平位居全
国前列。

全市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
汇聚3000余类数据

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数据共
享。为推进数据高效共享，我市在
多方面下足了功夫。

11月25日上午，一张张营业
执照正上传到重庆市城市大数据
资源中心。作为该中心相关负责
人，曾诚正带领团队核查这些营业
证照的真实性。

“行业主管部门可随时随地登
录该中心，查看证照办理情况。”曾
诚说，以前需要市市场监管局给行
业主管部门发函，告知营业执照办
理情况，之后行业主管部门再按要
求给企业办证，办证进度也通过文
件传递的形式回函。有了城市大
数据资源中心，办证进度、营业执
照办理情况等都在该中心同步展
示，少了线下文件流转环节，效率
大幅提升。

作为全市统一的政务数据枢纽，
重庆市城市大数据资源中心截至目
前已汇聚包括证照在内的3000余类
数据，覆盖全市各政府部门。

除了建设重庆市城市大数据
资源中心，我市推进数据共享的办
法还有很多。今年9月，我市在万
州、渝北等24个区县开展市区政务
数据协同试点，鼓励试点区县建立
本地共享系统和区县数据资源池
的同步机制，建立健全下沉数据管
理规范、安全保障体系等，进一步
推动数据下沉和共享。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川渝政务数
据跨区域跨层级共享流通，10月底，

市大数据发展局联合四川省大数据
中心印发《川渝政务数据共享责任清
单(第一批)》。该清单共涉及川渝双
方622类政务数据，各责任单位将于
今年底前按要求完成共享。此外，成
渝获批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
家枢纽节点，也将为重庆与全国实现
数据共享提供支撑。

“渝快办”“渝康码”“渝快融”
成推广典型

智慧城市建设，让市民能感知
的是一个个便捷的智慧应用。记
者了解到，基于数据“上云”共享，
市大数据发展局创新探索出多个
智慧应用，助力全市打造“住业游
乐购”全场景集。

11月上旬，重庆正值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紧急情况下，
市大数据发展局牵头对“渝康码”
系统进行了红、黄、绿三色码升级，
并从11月8日早上6点开始实施。

其中，“红码”代表在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

“黄码”代表需要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并纳入社区健康监测管理；“绿码”
代表未见异常，可正常活动。这为
精准防控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持。

市大数据发展局上述负责人
介绍，《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方案（2019—2022 年）》提出发展
民生服务、城市治理、政府管理、产
业融合、生态宜居5类智能化创新
应用，目前都已取得积极进展。

如10月底，重庆正式上线了全
市统一的一体化协同办公平台“渝
快政”,截至目前其提供的便捷功
能包括车辆管理、政务通讯录、公
文收发等，市、区县级部门试用、测
试“渝快政”的单位有236家，注册
用户2万人。

再如，全市企业融资大数据服
务平台——“渝快融”也多次升级，
不断发布新产品，助力中小微企业
解决融资难题。截至11月24日，
该平台已发布78项金融产品，引导
27.3万家企业注册使用，融资金额
超过393亿元。

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
组发布评价报告指出，“重庆基于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打造的‘渝快
办’‘渝康码’‘渝快融’等典型应用
具有示范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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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
卡：依托“渝
快办”将各类
卡、码、证功
能融合至社
会保障卡

■“渝快码”：
通过“渝快
办”平台生成
的智慧城市
服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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